
   

 

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监管与政府监管的博弈分析 

文/杨昌红 张海风 

   一、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的关系 
   注册会计师行业是一种自由职业，以其特有的技术权威和高尚的职业道德服务于社会，其成
果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如审计报告是供整个社会使用的，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对于社会公众的
投资决策或其他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生产出高质量的、为社会公众所认可的产品，是注册会计师行
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所在，所以对注册会计师职业的管理和监督属于一种公共事务管理。该职业的
公共性首先需要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准则委员会等机构，负责审计准则、职业道德、质量控制标
准等的制定和和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自律监管。其次，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适度干
预。在现代经济社会，实际上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因为存在着市场缺陷的现象，仅仅依靠自由
市场机制达不到资源最优配置的目标，所以作为社会公众利益代表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对市场运
行进行干预。 
   政府对注册会计师行业进行监管时，需要协会参与注册会计师职业管理，以减少信息不对称
和提高行政效率，因为政府作为社会公众的当然代表仅靠自上而下的控制难以实现公共事务的有效
管理，需要与协会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二者共同分享注册会计师的公共事务管理权。协会和
政府是不同的利益主体，作为分享公共事务管理权的参与人，谁都希望能更多地占有公共事务管理
权，为此双方必然进行权力博弈。 
   行业自律和政府监管的最终目的虽然存在差异，但都有提高审计质量的客观效果，也都是注
册会计师行业综合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并不是非此即彼，水火不
容，而是谁主谁次以及具体权能如何划分的关系。理性的管理模式应该是实现两者的相互结合、互
为补充，在行业管理中形成良性的博弈关系。 
   二、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的博弈要素分析 
   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模式的选择，实际是政府与注协相互博弈的结果，是一个动态的博弈过
程。这种博弈活动主要体现以下要素特征： 
   1、博弈的当事人——政府和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作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自律性
组织代表整个注册会计师行业，有组织地与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广泛沟通和交涉，在协调注册会计师
行业自身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府可以看作社会公众利益的代言人，在注册会
计师行业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监管角色。监管者依据法律法规以及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原则下自行制
定的规章监督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活动，并通过执法活动强制行为符合“规范”。注册会计师协会代
表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作为“有理性的经济人”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和监管者讨价还价。这
是一个监管双方行为互相作用和理性决策的过程。这种过程往往不是一次性完结，而是双方在各自
的策略集中选择策略不断进行的博弈。一般地讲，注协的策略集是无限的，几乎可以在无限的范围
内选择策略，即“法无禁止尽可行” (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就可以做)；监管者的策略集是有限的—
—“法无规定不可为”(只能在法律法规的限度内选择)。 
   2、博弈中的收益——注协和政府监管者的效用函数。注协和政府监管者作为博弈的当事人，
各自为了自身的利益行动。注协作为行业自律组织，维护本行业共同利益是其理性的效用函数。当
然，注册会计师行业作为特殊行业，不同于一般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的企业，社会之所以需要注册会
计师行业的存在，是因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公信需要，是维护交易公允性的需要，因此，其所提供的
产品是“公共产品”，其质量好坏本身代表着公众利益，可以说行业利益是通过维护公众利益而得
以实现的。同样，政府监管者的效用函数也需要做些分析才能明确。作为抽象的监管者，它往往关
心的是政策目标和责任目标，从根本上说，这种政策目标和责任目标是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实现社
会利益的公平分配。但在实际上，作为政府公务人员关心的是升迁、薪金和福利。政策目标和责任
目标只有和公务人员真正关心的问题“挂钩”，才能产生正的激励作用。但是，按我国目前的人事
管理惯例，往往政策目标和责任目标并不与公务人员的利益挂钩，政策目标和责任目标不过是按部
就班地去“例行公事”的事。这样，公务人员真正关心的倒是规避负激励，不出问题，不犯错误。
他们的效用函数是规避负激励的度量。当然，监管者并非纯属追求个体目标利益的个人，他们的位
置是通过任命过程而获得的，他们在工作中需要考虑“政治”因素和社会功能。但是，这并不妨碍
监管者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把政治因素和工作的社会功能作为考虑影响自己利益的重要方面。 
   所以，一个健康的管制制度，如果可以应付多种不同的形势变化，则更为可取。合适的管制
构架是在市场自我管制和政府介入的程度之间进行取舍。这种管理模式的不断的调整和完善过程，

 



实际上是政府监管者和注册会计师协会之间的一个长期的动态博弈过程（作者单位：石家庄经济
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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